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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调查

举止异常

劫持后一直让大家报警

劫持发生90多分钟后，人质被
顺利解救。19日凌晨的审讯室中，
武汉“某大学学生”陈力(化名)已
经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他表
示“很后悔”。

而就在此前几小时，当把刀架
在女医生脖子上时，陷入冲动状态
的陈力似乎并没想这么多。“他不
知从身上哪里取出的刀，冲向他对
面一步之遥的人。”凌振(化名)自
称被撞人樊老太的孙子，他在网帖

“事发经过”中提到，18日晚6点，劫
持女医生之前，陈力就已经拿刀抵
在凌振一位亲人脖子上了。随后此
人挣脱，陈力又劫持了接诊的女医
生。

“我们只想让人们知道事情
真相，所以才写了一些东西发到
网上。”24日下午，樊老太孙女凌
悦(化名)向记者确认，她弟弟确
实发了网帖，但目前凌振并不愿
接受采访。

5月23日，齐鲁晚报记者来到
武汉第九医院，发生劫持事件的急
诊外科诊室位于门诊楼一楼一走
廊的尽头。从此处到医院的院子，
不过二三十米距离。

“段医生(被劫持者)已请假休
息了，你下周来找她吧。”诊室内一
男大夫很警觉地说，他“不太了解”
几天前发生的事。

“他劫持了人，还一直让大家
报警。”一位做废品收购生意的居
民回忆，劫持女医生之后，陈力曾
经大喊要求周围的人报警，“很奇
怪，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那个孩子很奇怪，先是让(受
害人)家属把手机扔过去，他给踩
烂了。后来抓着女医生还一直笑，
好像很高兴似的。”医院附近一名
当日围观此事的小店老板对陈力
的举动很是不解，“难道是因为人
家拍了他的照片？”

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被警察
说服带走之前，陈力还曾特意给第
九医院副院长马俊打了电话，请求
医院免除老人医药费。劫持发生时
陈力一直用手指“顶在刀刃上”。一
位目击者说。

信任危机

车祸之初已埋下祸根

其实就在当日下午将近五
点，撞人事故发生不久，陈力就
曾对被自己撞倒在地的樊老太
提出“私了”：“先是要给我奶奶
100块钱，我奶奶没同意，随后他
掏出刀让我奶奶捅他两刀，我奶
奶也没同意。”樊老太之孙凌振
在网上这样表述。

事发地距离凌振大伯家及
武汉第九医院均不远。“如果陈
力当时打电话给学校或者家里，
再或者报警，可能就不会出事
了。”一位知悉此事的当地人士
分析，显然陈力“没有想到”或

“不愿”借助外力。
“他平时遇到事情都不愿跟

人说，连家里人都不愿多说。”陈
力母亲曾回忆，有一次她去学校
给儿子送菜，看到儿子一颗牙齿
磕掉一半，虽然再三追问，但陈
力只说“这是小事”。陈母还说，
平时他们夫妻俩很少跟小儿子
陈力有“深入的交流”。

当日事发后，樊老太坚持让
撞人者将自己送到大儿子家。前
述知情人士透露，在交涉过程
中，老人一只手一直紧紧抓着陈
力的自行车车把，“应该是不信
任，怕他跑了。”

“陌生人撞了自己，担心对
方跑掉应该是人之常情。”樊老
太的孙女则认为老人的举动不
足为奇。

凌振曾表示，18日下午5点左
右，他就接到奶奶出事的电话，随
后很快开车赶到亲戚家。

通过与陈力交谈，凌家人发现
这个“大学生”人还算老实，还跟他
们是老乡，并且能把老人送回来，

“说明其本性善良”。凌振说，他看
了看奶奶的手，“只是有些肿胀，家
人都说没什么大碍。”不过出于安
全考虑，他们还是提出到医院拍个
片子。此时的陈力，口袋里只有
102.5元。

随后，陈力、樊老太、凌振及其
大伯四人开车到了医院。陈力花

102元给老太太拍片做检查，结果
显示老人右手“粉碎性骨折”。

“当时给出两种治疗方案。”樊
老太孙女凌悦对两种治疗方案进
行了解释：一种是打石膏保守治
疗，另一种是手术，安装钢板，等好
了以后再取出来。治疗费大约在两
万五到三万之间。而此时，陈力的
口袋里只剩下5毛钱。

确诊病情后，接诊医生开出住
院单据，凌振让陈力去交1000元住
院押金，但陈力表示没钱。随后，就
在凌振打电话找人垫付住院费时，
他身后的大伯要求陈力“把身份证
放下”，随后陈力突然“不知道从哪
里拿出刀子”冲向凌振大伯。

凌振说，就在他大伯挣脱出
来后，陈力又冲到门诊办公室，

“抱住了女医生，用刀抵住女医
生的脖子。”

情况紧急，凌振在“事发经过”
中说，当时他和大伯一边劝说陈力
有事好商量，一边将仍在诊疗室的
樊老太慢慢扶出来，并顺手关上
门，随即报警。

报警时间为18日晚6点18分
左右。此时，距离陈力和樊老太一
家三口进入医院，也就一个小时左
右。凌振说，他们随后又打开门诊
室的门，陈力则架着女医生，慢慢
来到院子里。

之后发生的一切，当地媒体进
行了详细报道。而武汉警方也于次
日在“平安武汉”微博上以“警方救
人上演汉版《保持通话》”为题，发
布微博称，“昨天下午，某高校大一
男生陈某骑自行车不慎撞倒一位
八旬老太，因医药费问题和老太家
人发生冲突，情急之下，掏出水果
刀劫持女医生段某，要求到达自己
的目的地后放人，青山公安接警97
分钟后，人质成功获救。”

哥哥的案子

曾被迫赔偿1 . 5万元

“对于警方的这则信息，表
示很心寒，也对那位大学生表示
同情。”对于武汉警方发布的这
条微博，很多网友表示反感，同
时也质疑“家属向大学生索赔30
万”的传闻。

不过，受伤者樊老太家属及警
方先后对此进行辟谣。而此时，陈
力的父亲陈贤付已经从300公里外
的小村庄赶到了武汉。

“18日接到学校电话，最初
还以为是骗钱的。”24日下午，陈
贤付语气中难掩疲惫。陈贤付是
18日当晚9时接到陈力辅导员打
来的电话。第一反应是“不相
信”。在他印象里，老实听话、勤
奋好学的儿子，怎么会跟“劫持”
这种只有电视上才有的事挂钩？

但由于当天儿子手机已停机，他
也隐约有一种不祥之感。

次日，陈贤付通过武汉一个熟
人打探关于劫持案的消息，结果让
他感觉“五雷轰顶”。因为此时，当
地报纸电视均已报道此事，“儿子
真的出事了！”

随后，他马上和陈力的舅舅买
车票赶往武汉，同时他心里泛起另
一个困惑，怎么两个儿子都栽在同
一件事上？

陈贤付说，这次二儿子出事，
跟年前大儿子出事几乎一样。因为
两个儿子都撞到了82岁的老太太。
陈贤付说，当时大儿子在一家工厂
打工，老板和当地几个小混混发生
争吵，对方拿刀来砍，也在现场的
大儿子躲避不慎，撞倒路边一个老
太太，“把人家摔骨折了”。

随后老太太住院一个月，之后
就去世了。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
明，老太太的离世与被儿子撞倒有
多少关联，但通过当地派出所调
解，陈贤付还是决定赔偿老太太家
1.5万元。

当陈贤付把这件事告诉放寒
假回家的二儿子陈力时，却遭到激
烈反对。“他说咱们没责任，凭什么
要赔钱？”回想当时情形，陈贤付依
然很奇怪，因为从小到大，他从未
见沉默寡言的二儿子发过这么大
脾气，“好像有人多么欺负他似
的。”

“我就耐心跟他讲，毕竟人死
了，我们赔一下也是应该的。他不
听，还去找了一个教法律的老师。”
陈贤付说，当时法律老师说陈家

“没有责任”。陈力还看了不少法律
书籍，从中得出相同的结论。

“但是由于砍人的小混混早已
找不到人，老太太家人便一直找陈
家要说法。”最终，陈贤付还是赔给
对方1.5万元。

至于这件事对17岁的陈力造
成了什么样的影响，陈贤付和妻子
都无从知晓，因为陈力几乎从不向
他们“说心里话”。

节俭生活

除了书不买其他东西

事实上，位于襄阳市南漳县城
关镇船湾村的陈家并不富裕，赔偿
1 . 5万元非常吃力。“当时没有赔，
到了今年2月份，我和大儿子工资
发下来，才凑够钱赔给人家。”陈贤
付说，陈力之所以反对赔钱，跟家
庭条件差有关。“这孩子一直说，这
些钱他上大学一年都用不完。”

“也怪我没本事，挣不了钱，要
不然我儿子可能就不会……”说话
间，陈贤付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
1986年，当时还年轻的陈贤付在山
里炸石头，不慎炸断右手，落下残

疾。这些年虽然四处打工，但收入
微薄。而妻子由于身体不好，只能
在家里种菜。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
时，陈贤付的妻子曾抱怨，自己家
是所有亲戚中最穷的一户，“甚至
在整个船湾村也是如此。”

“最近这几年有好心的老板让
我在工地看场子，挣钱才多了一
些。”陈贤付说，这些钱多用来给陈
力支付学费了。

尽管家境贫寒，陈力却“很有
出息”。陈力在班里年龄偏小，却非
常用功。2012年高考他以南漳县前
50名的成绩，考入大学，“是附近村
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而且还是
湖北省排名靠前的好学校。”

陈力其实一直很节俭。“除了
买书外，基本上不买其他东西。”5
月25日，陈力一位大学同学告诉记
者，陈力还在学校马研部打工，“是
为了多挣点生活费。”

因为“他不舍得给手机充话
费”，18日劫持案发生当天，陈力的
手机已经停机多日。对此，凌振记
得很清楚，当时他向陈力索要手机
号码，陈提出他不想给的原因就是

“手机停机了”。
“原本希望，过几年他毕业有

了工作，能接替我做家里的顶梁
柱。”陈贤付哽咽地说，“谁知道会
发生这种事，儿子的将来该怎么
办？”

事发时，这个彼时话不多，连
手机话费都不舍得交的年轻人，心
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在给老人拍片时，陈力不仅
把手机号报给凌振，还把身份证
给了对方，正反面都被拍了照。
随后，陈力又接到凌振递来的千
元押金单。而就在一小时前，陈
力试图用身上102 . 5元中的100
元与樊老太私了。

转眼间，赔偿款变成他原本
计划的 10倍，而这才仅仅是开
始。因为陈力从接诊大夫那里得
到的信息是，手术治疗需要两万
五到三万元。而就在3个多月前，
这个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因为
一件极其相似的事情，已经赔偿
了一万五千元。

于是，这个刚刚从县城来到
大都市的18岁青年，这个曾经为
哥哥的案子苦心研究法律的大
一学生，掏出了那把原本用来削
水果的刀子。

“如果这个大学生遇事能够
再冷静理智一些，如果这个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能够再多一
些，如果我们社会的司法公正、
医疗保障制度能够再完善一些，
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两败俱伤
的悲剧。”5月23日下午，谈及此
事，山东大学传播学研究所所长
冯炜唏嘘不已。

事发后，陈力（化名）的父
亲陈贤付很快赶到儿子所在学
校。几天后，未能见到儿子的陈贤
付，黯然离开武汉。

（腾讯大楚网供片）

5月18日晚，一个看似简
单的交通事故，竟引发了一
起劫持案。武汉一名在读大
学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如果这个大学生遇事能够
再冷静理智一些，如果这个
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再多
一些，如果社会的司法公正、
医疗保障制度再完善一些，
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
剧。”谈及此事，一名专家感
慨道。

这名一年前才来武汉上
大学的18岁青年，事发时究竟
在想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
铤而走险？近日本报记者来到
武汉，对此进行了调查。

一个大学生的60分钟人生裂变
劫持医生案发生数月前，其哥哥也曾撞倒一位老太太赔了1 . 5万元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陈力（化名）正在接受审讯。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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